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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宋碧琪議員

就放寬旅遊業限制提出書面質詢

    疫情常態化下，本澳不斷完善防疫措施，以保持內部穩定，保障本澳
經濟發展得以良好恢復。在穩定的基礎上，本澳加大自身旅遊資源開發，
積極向外拓客源，宣傳本澳安全及宜遊的旅遊形象。本澳旅遊業復甦勢
頭逐步顯現，取得階段性成果。
    旅遊業作為本澳主要產業支柱，國家積極推動本澳旅遊業發展，“十四
五規劃”更是進一步明確了澳門“世界旅遊休閒中心”的發展定位。同時，
去年發佈《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》以促進灣區城市旅遊發
展。然而，因應周邊疫情影響，本澳出入境管控措施再次收緊，遊客急
劇減少。再加上內地多個省市加強疫情管控措施，來澳意願更是大降。
且自疫情至今，內地一直收緊來澳簽注，讓本澳旅遊業復甦一直處於高
開低走狀態。面對疫情反覆，政府加大經濟內循環，在推出澳人食住遊
項目，以拉動周邊行業發展。然而，由於本澳始終屬於外向型經濟，內
部市場小，吸引力逐步降低，即使推出精品遊，但市場份額有限，日常
經營難以為繼，開工不足狀態會一直保持，僅靠現時內循環容量來講，
難以刺激本澳經濟發展。
    目前，本澳積極配合國家抗疫方針，完整接種疫苗人數已近八成，並
逐步加強防疫管控措施，以精準、快速阻遏疫情蔓延。與此同時，本澳
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促進多元產業發展，加快經濟轉型。政府應放
開手腳，找準本澳發展中心，加快與內地各省市溝通合作，以放寬外部
市場來澳限制，切實復甦本澳市場經濟。
 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自疫情以來，本澳疫情保持清零，達到安全城市，但內地旅遊簽注卻1.
一直處於收緊狀態。據了解，廣東省自由簽注由“兩月一簽”變為“一
年三簽”，甚至“一年一簽”。且對居住廣東省的非廣東戶籍居民還需
返回原居地進行簽注才可來澳，大大減低入澳意願。商務簽注更是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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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嚴格，令商務客感覺“似審犯”。其他省份更是設置重重關卡，讓本
澳旅遊宣傳事倍功半，長此以往會對澳門失去信心，進一步令本澳經
濟持續低迷。在國家沒有改變政策方向情況下，加上本澳疫情穩定，
應尋求更大的開放及合作空間。對此，政府有沒有相關方案，以與內
地爭取放寬赴澳簽注申請，讓旅客能夠安全順暢來澳？
本澳旅遊業蓬勃，除博彩業外，商品零售業在免稅額、價格等方面對2.
於遊客來講，具備一定吸引力。隨著出入境措施不斷緊縮，再加上海
南自由貿易區每年有十萬免稅額可使用。而本澳回內地僅有五千元免
稅額，已大大缺乏旅遊吸引力。特區政府會否考慮加大免稅等措施，
去加大本澳旅遊吸引力，以更好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？
隨著周邊疫情反覆，本澳除提升內循環的“質”外，亦要積極提升“量”。3.
現時，深合區二線封關已進入倒計時，同時，深合區澳門新街坊、橫
琴星藝文創天地等工程逐步落成，預示著深合區外部框架已近完善，
未來深合區可為本澳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。本澳過去就有琴澳旅遊路
線規劃，隨著琴澳交通完善。政府如何加快琴澳旅遊聯動，優化遊客
由澳門入橫琴旅遊路線，以更好擴充旅遊空間，刺激本澳經濟發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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